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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地委副书记辛云岩同志为

《临沂地区广播电视史志》写的序言

序 言

《临沂地区广播电视史志》巳子1988年6月正式纂修完

毕，成书发行，这是我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建设上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商时，也是我地区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这个业务志i是由地区史志办和广播电视局的直接领导

亲自组织指导下，按照国务院1985年33号文件精神，于是年

8月筹建史志办公室，抽调四名史志专职人员，经历了丽年

的查抄档案资料、搜集、征稿、查核、整理，和多次的召开

座谈会、审修易稿过程。它的纂修完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 “盛世修志”的一个重要表现和成果。 一

， 古犬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鉴前世之兴衰，考

当今之得失”。猕地区的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是从1950年

建立收音站开始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一项

新兴事业。它遵照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精神，

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由收音站到有

线广播站，又由有线广播站到无线、电视、调频广播的壮大

成长的过程。到1987年为止：我地区除建有广播电视新闻中

．心大楼外，建有1个中波人民广播电台I 3个中波转播台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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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电视台，1个微波：事心站，全地区建有9个地面卫星接

收站。在全区13个县32]．个乡中：县县乡乡建有有线广播

站；有lo个县建有调频电台，其中已有6个县广播站已改建

成人民广播电台，有儿个县、市建有电视台、转播台和差转

台，有两个县建有中波转播台，全地区现有85万余只广播喇

叭，150万余台收音机，25万余台电视机，已初步形成一个

庞大的遍布城乡千村万户收听}随看广播电视的广播电视网

络，并为党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中心服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这一巨大的历史成就的道路是曲折而又坎坷的，成功与
失败的经验教训是深刻韵。’因此，它又起到“存史、资治、

育人”的重要作用。可以成为今后事业建设中吸取借鉴之咨

询的源泉。
‘

一“事以类从i类为一志”，它不仅记录了事业建设的历

史，还在广播宣传I通讯报道；技术革新与培训；管理队伍

与办法，机、线、编、播业务的成长，使用国家、集体、个

人经费办法、广播服务、机构沿革等方面，均分别立志，。为

具体业务的改革与开拓，提供了历史经验和依据。

同时，莰地区广播电视事业诞生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开始时期，但它在五十年代末经历过违背初级阶段的现实，

而盲目发动群众办了暂时办不到的普及农村广播网的建设，

作过极左冒进宣传，这些都超越了当时财力与物力的经济形

势，暂时办了亦不得巩固，造成大倒退，这是我们任何时候

都必须吸取的经验教训。所以，在事业建设上，既要勇于开

拓，又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既要大力发展，又要因地制

宜；既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叉要量力而行，不得超越现

实基础。在广播宣传上，既要大力宣传好党在每个时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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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针、政策，促进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要

不断批判极左思潮的危害及表现；既要深入宣传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和民主与法制，促进社会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又要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总之，既要继承和发扬光荣的

优良传统，又要牢记过去脱离实际和极左平均主义的历史教

训。这就是历史告戒我们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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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螂章?概。黟’垫翻蚤、
．≯．

临沂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的地理位置，在鲁东南的

沂蒙山区，东临黄海，西邻济宁地区、太安地区、枣庄市、

北奎淄博带、潍坊市、青岛市，南处江苏省东北边界。盖沂蒙
盘速手境肉，贯沂、～沭两大河流子南北。辖临沂、日照两市，

沂水、沂南、沂源、蒙阴、平屋、费县、苍山、郯城、临沭、

菖县，莒南11个县。总面积为2l，099平方公里，有15，440个

，薛缝辖豁有翻，615jooo人口。这就是我区的有线、无线、电
、税严播事业要谴谴。婆覆盏、要服务盼面积、、任务柑对象。

同时≯诚鹾箍积又!占总面积的6墨％、太小’出头7，奇oo多

个、丘岭遍地，起伏巢甲，‘高度一般在200至500米之间，最
高山峰达1，ooo米以上，山多水多，共有大小河流16，ooo多

条。这又为我地区有线、无线、电视建设，都带来极大的困

难，这也是我地区广播事业建设的重要特点。

我地区是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区的腹部，在历史

，上就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的地方，但又经

历7k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自卫战争的创伤严重。在建国后的解

放初期，急需按照党的指示和意图来发展我山区生产，繁蒙

山区经济，提高舞口改善山区人民生活水平。当时作为党的喉

舌的只有报纸和无线广播，在我地区那时看报和收听广播又

有一定困难。一是那时地方政权和人民群众还没有一件收听

工具，就是有了也因中央台和省台讯号弱受高山矿山的影响，

，i?不立高天线也听不清楚。二是那时报纸靠人担肩背来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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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山涉水，极为缓慢和困难。当时只唯有发动群众和依靠群

。众，自力更生，发展山区农村有线广播这个群众性的宣传工

具，建设容易，商1己I做到迅速摹．及时≯准堍酌传播党的声音
和政府号召和广大山区人民群众直接见面。同时，又有利于

各级党委随时科用有线广播组织群众，指导生产和工作的进

行。-这就是发展我地区早期和后来有线声播舶童宦．大蠢义。

一我地区的广播事业，在公元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柑雷

以前，在三十年代宋和四十年代初期韵抗乍l战争时期。我沂蒙

山区根据地内的部分共产党鼠和进步青年。为了瑟时了解金．

国抗日活动，宣传抗日斗争，购买或自制或利用原有的无线电

池收音机，收听抗日电讯新闻，印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起来

抗日。同时，在解放区内村村建有一种“广播台”的重要宣、

传工具。当时，也叫“晾望台”“喊话台”等，建筑在村内

无障碍韵高树上卜民兵站岗观察敌情指挥民兵群众转移等薅
动，用一个简易喊话简宣传前寿胜剩捷报y俺报数情支援前

线等内容，，一直延用到五十年代初。作为真正的广播建设事

业，还是一张白纸，一无所有。直到建国后的1950年，开始

相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由无舞宥，

由小到大、，由县收音站到有线广播站、由有线广播到无线广

播、由中波广播到电视广播、由逐步的成长到全面的发展壮

大起来的。．但是，．从1950年到王987年，在这一短暂而又漫长

的38年的岁月中，经历了兴衰起伏而又艰辛的建设进程。

在这38年中，、大致分为。三次兴起，二次衰落，五次高

潮。．而且无论在规模上，内容上，质量上，都是一次高潮比

一次高潮更深入更广泛更巩固的规律向前发展着壮大着。

2



一1

．7，‘} ：≯‘

一、三次兴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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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1949年9月25日，中国人民敢治协商会议通过

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规定“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开

始，．到一九五五年期间，由国家拨款分配每县一部。j‘5042”
直流收音机和一只15或25瓦高音嗽叭，普遍地相继建立了

县F区两级收音站，这为第一次兴起建设成果：

戥’·(二)从1956年。1月23日，国家，公布的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第三十二条《发展农，村广播网》规定t “从

1956年起，按照各地情况一分荆在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
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大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

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在贯彻这一规定

甲，我地区分别毛1956年至妊％g年，：藩遍建立起了县有线广

播站。同时又按照中央邮电部和广播事业局联合通知。县广

播站利用电信线路开放有线广播，这为第二次兴起。

、 (三)从1965年下半年内，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

。餍想来总理、朱德和陈云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等11位党和

国家领导人，为纪念广播事业题词，并号召“努力办好广

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但因1966年到1968

颦的“文革”影响，暂时未得实施。直到1968年下半年，各

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召开了有关办好广播、发展农

二．封广播网的“6．25”．一系列会议。相继1969年1月13日，中

央翳熬邦和广播事业局联合下达了“关于农村广播网经费开
支闻题觞通知”规定： “从1969年1月起，县(市)广播站

(或相当于该级的广播部门)的日常事业经费列入国家飘

蓬熟公社广播站(或放大站)的日常事业经费由地方经费解



决，不再向群众收取收听费”。中央四级部(68)物器字第

416号文规定“把广播使用器材的地位置于军工、国防之上

至少不次子军工、国防的需要”。中央广播事业’局h(68)

广军发地字第580号文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拟将广播建设
(主要是农村广播网’)歹lJ为国家明年计划的首位”。1971年

10月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专门下达了关于公社广播管理员一律

转为正式工人，不再使用临时工的指示。从此，我地区农村

广播网建设上，由始以来不得解决盼。“人、钱、物”老大难

解决了．。’从而大大促进和激发了我地区广播事业的大发展犬

提高，掀开了我地区广播事业牢固发展的新篇章，这就是第

三次兴起。

二、两次衰落

(一)1959年到1962年间，因遭到自然灾害，暂时国家

和地方经济遇到困难，因而提出了“调整、充实、j巩固、提

高”的八字方针，山东省政府下达了关于农村广播网的“暂

行规定”，指示各地保留和取消根据各地情况和自愿自行决

定，在这一形势下，我地区的县广播站多数合并给文化、电

影、邮电、教育等单位，使农村广播网失去了党的领导和管

理，放大站由28处减为5处，公社通播率由15．6％减到

1．9％，一时处于衰落的低潮，这就是历史上称为“砍广播

的时代。”
。

(二)1966年的春天，降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冰凌，

以临沂为中心，共7个县的广播网路和临沂转播台的天线，

传输线路均遭受了毁灭性破坏。那时农村广播网是多年来靠

群众集资办起来的，在毁于一旦后，虽临时恢复起来了，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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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_l时财力物力的困难，标准质量降低了。，同时文化大革命

l燕始了，}各级党、政领导陷于瘫痪，农村广播网一时失去了

‘党的领导稻控制，。各县广播站和公社放凑站及广播网路均遭
、～

受了程度不同的破坏。
‘

三、五次高潮
'

(一)1950年到1955年普遍建设起县、区收音站159

处，每站设备是l部直流收音机和1只25瓦高音喇叭，这是

第一次建设高潮的成果。 ，

(二)1956年到1958年，普遍建立了县有线广播站和部

分区放大站，每县站设备两台TY型五百瓦广播机，利用电

信线路传送广播到村户，这是第二次高潮。

(三)1963年，从省人委指示成立专署广播管理站，县

广播站编制五人：经费列入地方预算，恢复了县广播站的机

构职能f省广播局在1963年11月全省第9次广播网会议上，

提出对农村广播网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我地区专

署广播管理站开始了对县广播站和公社广播管理员的线路建

设，合理匹配和机务等技术培训，展开了大规模的农村正网

行动。同时为了解决我山区收转中央和省台讯号不清的问

题，于1963年建立了配中波临沂转播台，这是第三次高潮。

(四)1969年开始，县和公社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和管理

的人、钱、物列入国家和地方预算，全面得到解决。党的领

导空前重视，激发了全地区办广播的热潮。到1978年的10年

间，县至公社的广播专线由1，247杆公里增加到2；526杆公

里，公社放大站由58处增加到236处，达到社社通专线有放

赤站。生产队通播率由57％增至到94％，入户率由25．8％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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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一瓷j敬9：8％。从此，公社广播管理员没有站址，借屋住的时

代过去亍。同时，在此期间对县、社站有线广播的机务和线

路传输技术上选褥了改造和提高，13个县站对公社站实现了

开放多路载波和自动控制。还对临沂转播台的功率由琵增至

10砝。新建了日照10琵中波转播台，蒙山10珏彩色电视调频

转播台，郯城、沂南50瓦电视差转台。进一步解决了我沂蒙

山区无线、电视讯号覆盖的问题，这就是第四次高潮。

(五)自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87年

年底前期间；我地区广播电视事业经过整党建党。在实行了

各项改革的基础上，特别是在1984年春机构改革后，在富有

精力充沛锐意改革精神的姜廷元同志新班子的领导下，增强

了新的活力，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为了更好的为

我地区“四化”建设服务，和适应山区农村电器化的发展服

务，为了彻底解决我沂蒙山区中波广播、电视广播讯号不足

的问题，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全面的进行合理布局和布

点。为此，在此期间新建了临沂中波广播电台，莒县、平邑两

座中波转播台，扩大了中波覆盖，新建了临沂电视新闻中心

太楼，除平邑县外，其他12县市均建起了彩色电视转播台，

有7个县市建立了地面卫星接收站和微波站，特别是地处沂

蒙山区腹部的13个国营大厂均建立了电视差转台，在短短5

年内共建大小电视台24座，功率达6，005瓦，遍布沂蒙，星

罗棋布。同时，对有线广播的传输手段开始进行了新的技术

改造，采取了无线与有线相结合的新措施。除莒县、日照两

县市未建立调频转播台外，有11个县市建立了调频台，以取

代了县至乡的专线传输手段。13个县市广播站全部实现了站

内全套设备更新换代。同时，为提高农村有线广播用户收听



、‘质薏，。舔豢站均推产?劫豳粥趴，均衡器等高质量的安装设
j备馥煮，对老式舌簧喇叭采取了：更新换代。还为适应新形势
!妁需要，对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设备器材供应服务工作进行

了改革和加强，对原地区广播电视服务部摭建外，新设了广
播电视器材公司，扩大了整机和器材设备的社会服务供应

．量。这就是第五次高潮。而这次超过了历次所取得的成绩，

尤其是无线广播和电视广播建设成就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综上所述三起两落五次高潮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卜凡是

政治形势稳定，各级党政对其加强领导，以及大好的经济形

势，具备发展的财力、物力的时期，就出现大发展大提高，

否则，就影响发展甚至衰退。这一事实说明，必须办好广播

电视的宣传，紧紧围绕党的方针、政策和“四化”建设服

务，真正起到党的喉舌作用，为发展我地区的政治、经济大

好形势作出应有的贡献，达到发展自身建设的目的，按照精

神变物质的规律前进。 ，

发展和建设广播电视事业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种手段和

工具，做好广播电视宣传是发展和建设的目的和任务。因

此，我地区广播电视事业，从建立收音站那天起，就边建设

i边宣传、边宣传边建设，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

。紧围绕党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发挥了

广播的优势，广泛的深入的宣传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

i路，“四化”建设，先逊集体和人物，为建设沂蒙山区、改

变我地区农村面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真正成为各级党委
得心应手的宣传工具：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新

的历史时期，有线广播为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

霉的新政策、新形势、新面貌，大喊大HLf，鸣锣开道，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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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应有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全地区有九个县市站，从1982

年到1985年问被省厅先后评为先进集体纪者单位和授予一、

二等奖，有10篇稿件被省厅评为全省优羲稿，其中有两篇被

中央浮为全国优秀稿件。沂水局的孔庆礼同志被评为全国广

播电视新闻系统先进工作者，并受到中央广播电视部和有关

单位的奖励和表扬。在】986年中又有11个县市被全省评为先

进集体记者≠有8个报导组和33名通讯员被评为全省先进组

和模范通讯员。

当我们回首展望38年来的广播电视事业历史成就的时
候，那遍布全地区的农村广播网路和高耸林立的无线电视

塔，这一壮观的景象展现在眼前时，怎能不回顾我地区献身

广播事业韵先驱开拓者和建设者们所付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精神?!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的劳动和汗水，用他们的双

手绘制这幅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绘制者们的事迹?!他们在建设

初期，是在一无技术二无财物的情况下，在各级党政领导的组

织下，靠的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和革命的干劲，凭的是坚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边

学技术边建设，边建设边学习。尤其是庞大的农村广播网，

是靠广大的公社：大队广播管理员建设起来的，他们的待遇

是误工补工，吃着自带饭食(煎饼、地瓜)，踏冰雪、战酷

暑，冬去春来，建设j管理、整顿、提高，循序渐进，建成

今日之大业。通过建设和管理造就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广播

技术骨干队伍，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本地区情况的建设路

子。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办好农村广播的积极性，更为感

人肺腑，开始当他们没有铁丝架线时，就凑废铁加工，以及

拆家用旧铁丝利用，没有和买不到喇叭时，就凑废铜加工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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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自己做，没有焊锡就凑废锡代替，架线没有铁鞋就赤脚

爬，没有保险带就用绳子代替，摔滑下来再爬上去，滑破皮

肉包扎再干，没有紧线机就入拉等等，这些历史场面已载入

史册，以传后世。

现在，虽时代不同条件好了，但需永远继承我广播事业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把我

地区的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的更快更好，以便发挥其更大的历

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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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事记

建国．前．
r

、●

1938年沂冰县岳庄村小学，老师集资购1部电池‘收音

机，收昕全国抗日消息，并馋抄写大字报张贴宣传鼓动抗日
／。

活动。
．～

是年，沂水县抗日总动委会为了宣传抗日，由刘盛甫自

装1台收音机，收听“中央社”抗日新闻，为该会《动员日

报》服务。

是年，郯城马头区抗日动委会，由高培刚用已有的1部

嗡音机收听记录各地抗日新闻，，供该会《动员报》宣传抗日
一

使用。 ，’

：r+。．÷、。?
。

1941年11月，中共鲁南军区办的《鲁南时报》在抱犊崮

山区复刊，并设1台无线电讯台，专收国际国内电讯，并编

印成《电讯》小报，专供各军政机关干部和报纸使用。

我地区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全国还

未解放时期，还没有广播这个事业，是建国后的新兴事业。

据了解战前在人民群众中，只有临沂城东大街的资本家和沂

南刘家店子刘家及莒南大店庄家等了了几家有过外国产直流

收音机和手摇留声机，仅此而矣。

但是，当时在我沂蒙山区革命老根据地内，从抗日战争

时期就村村建有“广播台”这个重要工具，当时也叫“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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